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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评

开栏的话 中华民族自古崇尚读书，有“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全民阅读”

已经成为党中央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并连续12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深化全民阅读活动，需要由

点到面，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协力推进，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度设计，提升公共阅读服务水平，推动新技

术赋能，变“要我阅读”为“我要阅读”。本报今日起特开设《全民阅读新站线》专栏，聚焦各行各业

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的新做法、新经验、新景象。

“我就是个夜猫子，晚上也愿意出来
跑跑外卖，有单就接，没单的时候我就会
来这里看看书，利用碎片化时间阅读嘛！”

3 月 1 日凌晨 3 点，作为北京城市副
中心三大文化地标之一的北京城市图书馆
里读者渐少，身着外卖服的47岁外卖小
哥杨先生格外显眼。整日奔波在路上的
他，如今格外珍惜在图书馆的阅读时光。

杨先生坦言，天天刷短视频让他愈发
焦虑，一次送外卖时路过这家图书馆，就
走进来学着周围的学生们捧起《额尔古纳
河右岸》，书中鄂温克族的故事一下将他
从焦虑的城市生活拉进宁静草原。也是从
那时开始，杨先生体验到了深夜“泡”图
书馆的乐趣……

作为永不打烊的阅读“驿站”，24小
时图书馆、24 小时书店将公共文化服务
的触角不断向基层延伸，让优质文化资源
顺畅地抵达基层的每一处角落，滋养着每
一位读者。

2月21日至3月1日，《中国新闻出版
广电报》 记者走访北京的多家24小时图
书馆、24 小时书店，感受昼夜书潮以及
光影变化中的阅读魅力……

月上柳梢头 “约”读黄昏后

2月26日晚9点，北京市海淀区永定
路街道图书馆依旧灯火通明，无需登记与
刷卡，每一位读者都可以进入他的“怀
抱”。推开门，一个不算很大的空间被书
架环绕，阅读区座无虚席，翻页声、打字
声、全神贯注的目光……构成了这里的

“深夜图景”。
坐在记者隔壁的“00 后”男生，是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在读研究生，24
小时图书馆是他秘密的“宝藏自习地”，
因为离学校近，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过来
看书。坐在斜对面的女生，刚刚大学毕
业，正在备考研究生，她带了抽纸、插
排，以及一大瓶矿泉水，做足了“攻坚
战”的准备。在她看来，在图书馆学习，
比家里效率高，更能让自己专心。

永定路街道图书馆升级为 24 小时图
书馆仅有大半年的时间。负责图书馆运营
的永定路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工作人员李蒂
深刻地感受到了大家对于24小时图书馆
的热情，“因为看书的居民日渐增多，
2024 年 6 月，这里正式升级为 24 小时模
式。升级后，图书馆的人流量增加了一到
两倍，深夜12点之后进馆的读者也在逐
步增加中。”

2023年12月，这家图书馆还引入了小
蓝书吧，在图书馆门口，读者可以实现全天
24小时自动借书。同时启动的愿望清单，
可以提前沟通读者需要的书籍，以书友会
捐书的形式实现辖区内的图书漂流。

同属海淀区的中关村图书大厦，也有
这样一处24小时阅读空间。

2024 年 3 月 30 日，中关村图书大厦
焕新归来，24 小时阅读空间也正式开
启。这处 24 小时阅读空间约有 120 平方
米，供读者阅读的图书有 1900 余种。阅
读区域由一张阅读桌、多把座椅，以及分
散在书架旁的4个榻榻米坐垫构成。

“平时下班时间比较晚，大概是晚上
9点多钟，24小时阅读空间的设立正好可
以满足我的需求。在晚上走进书店，我有
一种松弛的感觉，店里的书籍有许多人文
社科类图书，可以让我在工作之余‘充充
电’。”2025 年 2 月 25 日，在中关村图书
大厦24小时阅读空间阅读的市民谭先生
向记者谈自己的感受。

中关村图书大厦副总经理权晓林介绍
说，中关村图书大厦的一层北区是24小
时阅读空间，会员可以通过扫码刷脸解锁
闸机，享受自助阅读服务。这里配置有辅
助自助咖啡等服务，在点亮城市夜幕的同
时，也为读者和市民提供了一个文化休闲
和落脚的场所。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即使到了晚上
10点，依然有读者走进这些24小时阅读
空间。

阒寂方深夜 正是读书时

时间转入后半夜，北京这座大都市渐
入酣眠，中关村图书大厦24小时阅读空
间的Logo和玻璃窗内仍亮着灯光。值夜
班的安保员轻手轻脚地巡视一圈书店后便
坐在了闸机口前的工位上阅读。

晚9点到早9点是这位“24小时书店
守夜人”的值班时间，他告诉记者：“书
店的24小时阅读区后半夜也会有读者陆
陆续续地过来，我在这里值班的时候常常
被图书吸引，过去一年读了大约30本书。”

2月21日凌晨2点的永定路街道图书
馆里，仍有一位年轻女性读者坐在桌前，专
心致志地读书。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周围的
环境愈发寂静，然而她依然沉浸在自己的
世界里。

为了避免资源浪费，永定路街道图书
馆在晚上没有读者时会关灯，但是夜间如
果有读者进来，图书馆会随时开门，敞开
怀抱欢迎。李蒂将自己的私人号码作为
24小时图书馆的联系方式之一。

“许多人来之前，都会来电询问，这
里是不是真正的24小时营业，得到肯定
的回复后，他们会按照计划赶来。”李蒂
告诉记者，她也曾观察读者在图书馆的行
为，不仅有大人，还有许多小孩单独背着
书包前来。在这里，看书、学习、“充
电”，是大家不约而同的选择。“大家难免
遇到困难，如果城市中心能够多一些这种
灯火通明的尝试，点亮一盏心灵之灯，就
能深刻体现出社会文明的进步，这也是
24小时图书馆的重要意义。”

免费的空调、暖气、Wi-Fi，还贴心增
加充电插口，卫生间等设备设施保持整洁，
保安在大门值守，志愿者接力值班……贴
心周到的做法，为人们打开了“夜生活新

解”。一些城市中的“夜行侠”，在繁忙的
工作间隙，也会选择在这里读书或“中
转”休息。

破晓微光中 学生看书忙

借着微茫的晨曦，早晨 7 点，不少
“学生党”涌入北京城市图书馆24小时图
书馆，激烈的“占座之战”后，他们开始
了一天的看书学习。典藏借阅二中心（负
责24小时图书馆） 的工作人员孙宇新也
早早来到这里，开启了一天的工作——帮
助读者办卡、还书，向读者介绍最近上架
的最热门图书，引导不同年龄段读者找到
最适合自己的图书，为读者提供阅读之余
的便捷服务……

自2023年12月27日开馆以来，这个
24 小时图书馆一直维持着相当可观的读
者群。孙宇新拿出了手机里记录的“现场
人数统计表”，最近更新统计的数据显
示，2024年12月20：00—次日10：00的阅
读人次总计达 6153，平均每日此时段读
者近200人次；在10：00—20：00阅读的人
次达49196，平均每日此时段读者近1600
人次。

这个可观的数据背后，是市民持续升
温的阅读需求。

“这里区域功能完善，提供很多便民

服务。有母婴室、饮水处、卫生间，特别
设置的自助借还设备也很方便24小时来
这里的读者们随借随还。读者自主办证、
借书、还书，简化传统图书馆读者入馆借
阅的复杂流程。”孙宇新坦言。

2月21日下午6点，北京市运河中学
附属小学五年级学生杨婧熙来到城市图书
馆24小时图书馆。伴着夕阳余晖，她正
专注地阅读《三国演义之赤壁之战（漫画
版）》。在她身旁是同样热爱阅读的妈妈
孙琦楠。

“我们很受益于这处 24 小时图书馆。
孩子每天放学都喜欢来这里看看书，每到
周末我们会陪她‘泡’一整天。这里的阅
读氛围非常好，有助于培养孩子养成专注
的阅读习惯；图书种类很丰富，孩子可以
自主选择感兴趣的图书，拓展了她的阅读
半径。同时这里借书很方便，有喜欢的来
不及读完的图书可以随时借回家。”孙琦
楠坦言。

像孙琦楠这样的家长还有很多。这里
阅读空间大，图书藏量多、种类丰富，能
够解决家长日常选书、买书的局限。特别
是少儿阅读区嵌入墙体的阅读书架从高度
设计上更贴合小朋友的身高。这里已成为
许多亲子阅读家庭的首选阅读空间。

在北京城市图书馆潞云筑 24 小时借
阅机上，“终身阅读 书香镌刻时光”“让书
走近人，让更多人读更多书”的标语醒目而
温暖人心。在这里，市民和读者还书、办
证、取书、查询变得更加便捷高效……

孙宇新认为全天候开放的特性，让阅
读变得更加触手可及甚至是“随心所
欲”，有助于使阅读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建议可以增加一些影音方面的设
施，例如可以通过多媒体形式将最近热门
的图书集合成一些短视频，既可以作为一
个知识的补充，也可以增加读者阅读的兴
趣。”一些读者告诉记者。

“24 小时图书馆、24 小时书店的设立
对推广全民阅读很有意义，也是公共文化
资源直达基层读者的具体体现。现在人们
流行手机阅读，在这种情况下，24 小时图
书馆、24 小时书店点亮着阅读之光，让城
市更有文化底蕴与气质。”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原总经理樊希安对记者表示。

樊希安也建议，24 小时图书馆、24 小
时书店要不断与时俱进改进服务，提供好
书的同时要有更多的人性化服务。同时，
可以举办一些吸引年轻人的阅读活动。此
外，要争取政府的一些文化资金支持来助
力24小时图书馆、24小时书店的运营。

不打烊阅读“驿站”，让书香持续升腾
——北京24小时图书馆、24小时书店调研采访记
□本报记者 李美霖 朱子钰 见习记者 蒲添 闫昕毓

本报记者调研采访北京的多家 24
小时图书馆、24 小时书店，发现它们
已成为都市夜色下的阅读港湾，让城市
显得更有温度、更有文化。

有很多读者热衷在深夜读书，也有
读者很晚下班后想现场选购图书……如
今快节奏的社会中，这样一种阅读场景
显得尤为宝贵，也需要多方面呵护。经
历过几年前的 24 小时书店开、闭潮，
如何让24小时图书馆、24小时书店既

能满足读者当下需求，又避免资源浪
费，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但无论如何，任何一个有益于社会
和国民文明素质提升的新鲜事物，都需
要政府的大力扶持和全社会的共同呵
护，这是毋庸置疑的。否则，它们只会
昙花一现。

期待能有更多的 24 小时图书馆、
24 小时书店涌现，期待各级政府为公
共阅读服务不断“续航”。

期待夜读服务得到更多呵护
□昇平

本报讯 （记者章红雨）当地时间
3月11日至13日，由浙江文学馆、浙江
省遂昌县汤显祖纪念馆、浙江大学中华
译学馆、中希文化艺术交流研究中心联
合主办的“情与梦的交响——汤显祖与
莎士比亚”主题展在2025年伦敦书展中
国出版联合展台举办。主题展期间，浙
江人民出版社与中青（英国）国际出版传
媒有限公司签订《朱生豪评传》英文版权
合作协议，双方将合力推动莎翁文化在
中国与英国乃至全球的传播与研究。

《朱生豪评传》是浙江人民出版社精
心打造的“嘉兴历史文化名人研究丛
书”之一。该书通过翔实的史料和深入
的研究，全面展现了朱生豪的生平事
迹、翻译理念及心路历程。书中朱宏
达、吴洁敏两位作者以“汉语节奏主旋

律”理论与实践结合为基础，深入探讨
了朱译莎剧的语言特色和旋律，包括
用词、韵律、诗歌体等多个角度，在
比较中确立了朱译莎剧在莎学中的应有
地位，是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的重要成果
之一。

朱生豪（1912—1944），浙江嘉兴人，
中国著名翻译家。1936年，以《暴风雨》
为发端，他正式着手翻译莎剧；到1944年
12 月 26 日去世，在时局动荡、贫病交加
中，共完成31部半莎剧的翻译工作，为国
人走近莎士比亚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他
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自出版以
来，好评如潮，译述质量之高，被业界称
为“至今无出其右者”。

在签约仪式上，浙江人民出版社希
望通过 《朱生豪评传》 英文版的出版

与传播，让更多英国民众了解中国翻
译家对莎翁作品的独特解读与传承，
促进中英两国在文化领域的深度交
流。中青 （英国） 国际出版传媒认为
本次合作具有里程碑意义，是推动世界
文化多元融合与繁荣发展的有力见证。

国际出版商协会前主席理查德·查
金评价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是英语
乃至世界文化的重要基石，其作品展
现了复杂的人性，充满戏剧张力，语
言丰富而生动，并善用各种修辞手
法，极具韵律之美，很难想象翻译成
其他语言时，能不失掉这些精髓。朱
生豪在贫病交加之中矢志翻译莎士比
亚剧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国家新闻出版署赵海云出席签约
仪式。

浙江人民社与中青（英国）国际出版传媒合作出版《朱生豪评传》英文版

让更多英国民众了解中国翻译家
本报讯 （记者李婧璇） 日前，《家

山》 英文版正式亮相2025 年伦敦书展，作
家王跃文与汉学家、翻译家韩斌围绕新书对
谈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

《家山》是王跃文第一部以故乡为背景创
作的长篇小说，中文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
版。书中，他描写了一个湖南小乡村在历史
洪流中的坚韧与变迁，生动展现了当时的社
会结构、乡村伦理、耕织生活和民俗风情。

《家山》英文版由英国查思出版（亚洲）有
限公司出版。王跃文希望通过这部作品，让
世界看到中国乡村，看到可爱、可亲、可敬的
中国人。韩斌认为，将《家山》这样一部方言
密布、文化符号厚重的作品呈现给英语读者
并非易事，需要译者和出版人既做语言的“摆
渡人”，更要做文化的“解读者”。

当地时间3月15日，王跃文与《家山》英
文版译者袁海旺相聚伦敦布里斯顿图书馆，
与当地读者面对面交流。

王跃文携《家山》
“出海”英伦

2月22日晚，读者在中关村图书大厦24小时阅读空间夜读。本报见习记者 蒲添 摄

本报讯 （记者汤广花） 3月14日，湖
北省期刊协会第六届会员大会在武汉召开。
大会按法定程序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会长、副
会长、常务理事、理事，周凤荣当选会长。

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蔡静峰在出席会
议时说，湖北省期刊协会要以此次换届为契
机，着眼改革发展，不断提高服务水平，进
一步团结凝聚行业力量，推动湖北期刊高质
量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增强做好期刊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聚
焦湖北期刊内容质量建设，整体提升内容的
深度和广度；探索期刊集群化建设，推动刊
群提质扩容，做大做强；助力期刊融合发
展，实现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鼓励期
刊以新技术、新应用提升工作的质量和效
率，构建多渠道、立体化的融合传播矩阵。
要加强行业合作与交流，组织会员期刊开展
联合宣传推广活动，提升湖北期刊整体知名
度；积极参与国内外期刊交流活动，推动湖
北期刊走出去。

周凤荣表示，她将以饱满的热情、真诚
务实的态度，团结带领协会会员，守正创
新，锐意进取，共同开创湖北期刊事业的美
好未来，为湖北建成支点贡献出版力量。

据了解，2024年，湖北共有17种期刊
入选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第二期项
目，入选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湖北省期刊协会第六届
会员大会选举产生新会长

本报讯 （记者孙海悦） 3 月 13 日，
《百年巨匠》纪录片及同名系列丛书捐赠仪
式在中国国家版本馆举行。

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表示，《百
年巨匠》以“百年百人百集”的宏大叙事，
以影像记录时代、用文献梳理历史，生动记
录了20世纪中华文化巨匠的精神风骨与卓
越成就，是百年文化积淀的结晶，承载着新
时代文化自信的深刻内涵。《百年巨匠》纪
录片及系列丛书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标志
着《百年巨匠》的文化价值被赋予了更为久
远的历史意义，将在中国国家版本馆的系统
收藏、整理、展示中焕发新的文化与社会价
值。希望社会各界继续支持中国国家版本馆
内容建设，促成更多优秀的典籍资料版本入
藏，共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

《百年巨匠》出品人、总策划杨京岛表
示，《百年巨匠》纪录片及系列丛书捐赠入
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是《百年巨匠》文化工程
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具有深远意义。未来将
继续深化《百年巨匠》文化品牌，挖掘更多
值得记录、值得传承的文化遗产，期待与中
国国家版本馆展开更深层次的合作，共同推
动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杨京岛代表《百年巨匠》摄制组向中国
国家版本馆捐赠《百年巨匠》纪录片208集
及系列丛书 50 种，刘成勇向 《百年巨匠》
摄制组颁发捐赠证书。

《百年巨匠》 系列丛书由文物出版社、
山东美术出版社、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敦
煌文艺出版社、北京出版集团等出版。

《百年巨匠》纪录片及
同名书入藏国家版本馆

出版智库研究成果·高质量发展
精品图书传播与推广研究

新华文轩出版研究院
执笔：周青 胡巍 蒋雨岑

出版人才队伍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建议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执笔：崔海教 王平 徐升国 拜庆平 李文娟
中小学生课外读物出版的多维度分析

人教研究院
执笔：李建红 陈兵 韦玲 张玲莉

精品童书策划推广实践透视
童趣出版研究院

执笔：郭品 代冬梅 史妍
我国科技出版国际联合编辑组稿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科技出版研究中心
执笔：李苑 朱鑫汝 梁永霞 刘晶晶 刘细文
出版智库研究成果·深度融合
人工智能技术驱动出版业转型升级实践路径

中原出版传媒产业研究院
执笔：王庆 赵大川 王熠 王萌 陈哲冰

数字技术在出版领域的应用、难点与破局
江苏凤凰出版融合发展智库

执笔：宋吉述 杨海平 蔡立 杨阳 李艳
出版智库研究成果·域外观察
国际数字出版发展趋势与启示

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
执笔：张久珍 黄国彬 刘子寅 李莎莎 周杨 张小凡
国外出版学科专业教育生态与建设图谱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学院
执笔：高晓虹 吴炜华 付海钲 秦瑜明 李尽沙

国际出版机构科技期刊的集群化发展
人卫研究院

执笔：孙丽 皮雪花 李新华

本刊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南路55号
邮 编：100122
发行部联系人：张迎洁 010-876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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